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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供图

漫步在历史城区 让你读懂澳门这座城

细品光彩琉璃 中的东方韵味
穿行在澳门老城区的狭窄街道，一座座具有数百

年历史的建筑映入眼帘——它们或是色彩鲜艳具有浓
郁南欧风格的教堂、居民住宅，或是妈阁庙、哪吒庙、关
帝庙、郑家大屋这样具备鲜明中式风格建筑，一座小
城，中西交汇，融合共存，数百年间,犹如一位绝代佳人
亭亭而立于历史长河中，共同构成了“澳门历史城区”
的美丽风景。

采写：本报记者 张伟宁
手绘：本报记者 钟 凡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
文化局了解到，澳门历史城
区核心区由广场空间（包括
妈阁庙前地、阿婆井前地、
岗顶前地、议事亭前地、大
堂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稣
会纪念广场及白鸽巢前
地）、20多处被评定的历史
建筑，以及连接各广场空间
及历史建筑的街道所组成，
核心区面积达16.17公顷，
核心区外围的缓冲区保存
了城区特色的城市结构、
空间布局和街道风貌，以及
许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
建筑物。

澳门历史城区保存了
澳门4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
的历史精髓，它是中国境内
现存年代最久、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并以
西式建筑为主、中西式建筑
互相辉映的历史城区，是西
方宗教文化在中国和远东
地区传播的重要历史见证，
更是4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
流互补、多元共存的结晶。

400多年间，在这块城
区内，来自葡萄牙、西班牙、
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
美国、日本、瑞典、印度、马
来西亚、菲律宾甚至非洲地
区等不同地方的人，带着不
同的文化思想，不同的职业
技艺，不同的风俗习惯，在
城区内盖房子、建教堂、修
马路、筑炮台甚至建坟场，
居住、生活、工作，开展文化
活动。澳门成为当时中国

接触西方文化的桥头堡。
与此同时，居住在澳门的外
国人，也以各种方式向世界
各国介绍中国文化思想与
生活习俗。

2005 年 7 月 15 日，在
第2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经
2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中国

“澳门历史城区”正式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
为中国第 31处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澳门
历史城区是“见证了西方宗
教文化在中国以至远东地
区的发展，也见证了向西方
传播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
渊源。”“是中国现存最古老
的西式建筑遗产，是东西方
建筑艺术的综合体现。”从
2005年成功申遗至今，澳门
历史城区成为这座城市最
美的风景之一，为澳门带来
了世界级的知名度。

“澳门历史城区”是一
个活的城区，依然保持及延
续了大部分原有面貌和功
能，见证着城区400年发展
演变，也有体现着中西文化
共融而形成的城市风貌，同
时本地独特的传统和风俗
习惯亦因城区而得以保存
及延续，生生不息。被政府
和百姓视为“宝贝”的文化
遗产，并没有被高墙栏杆阻
隔，而是与观赏的游客、生
活在此的居民以及各式博
物馆融为一体，并且大多免
费对公众开放。

澳门历史城区:

多元文化铸造的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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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阁庙包括“神山第一”
殿、正觉禅林、弘仁殿、观音阁
等建筑物。早期称娘妈庙、天
妃庙或海觉寺；后定名“妈祖
阁”，华人俗称“妈阁庙”。

妈阁庙的创建年份，至今
未有定论。但有不少学者认
为，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前，
此处已有供奉妈祖的庙宇。
从1751年完稿的《澳门记略》
中有一幅妈阁庙的附图，可见
当时整座庙宇已有一定规
模。到清道光八年（1828
年），妈阁庙重修，庙内建筑大

为 完 善 。 至 同 治 十 三 年
（1874年）及光绪元年（1875
年），妈阁庙两遭飓风破坏，建
筑物受损，经两年重修扩建后
才成了今天的模样。

妈阁庙

为响应世界遗产委员会相关
决议及要求，并考虑到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文物保护理念的持续
更新与进步，澳门特区政府认为，
有必要强化和深化相关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的法制建设。自2006年
起，在参考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化
遗产保护法律以及切合澳门地区
自身社会特征及状况的基础上，
着手进行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
（简称《文遗法》）的草拟工作，并
于2014年 3月 1日与《城市规划
法》及《土地法》同步正式实施，这
为澳门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如何避免城市建设活动对世
界文化遗产产生不利影响？对于
澳门历史城区及其缓冲区内的城
市建设活动，澳门特区政府从城
市规划、街道景观、跨部门协作、
建筑设计及工程等多方面依法进
行日常严格的管理。特区政府根
据《文遗法》的规定，一方面对澳
门历史城区及其缓冲区范围内被
评定的不动产，实施合适的日常
管理及发展强度控制措施，以保
护“澳门历史城区”内重要的历史
建筑及空间环境特征，另一方面，
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澳门历史
城区及其缓冲区范围内任何性质
的城市规划、建筑与工程项目的
计划，以及任何建设活动（包括城
市基础设施、商业楼宇及私人住
宅的建设、拆卸或涉及外立面的

装修等），其制定或实施前均须咨
询并取得文化局的约束性意见，
以预防及避免对历史城区的保护
产生不利影响。

比如，澳门特区政府专门制定
在历史城区内广告招牌的安装指
引，该指引提出，广告招牌的设置
须尊重原有的建筑设计，须与整
体环境氛围相协调，同时还指定
广告招牌的安装位置、尺寸和形
式，并针对整体具特色建筑风格
的街区，提出更为详细的广告招
牌设计及安装规定，以保护及彰
显其空间特色。

针对“澳门历史城区”的保
护，澳门政府从多个方面引入了
公众参与的渠道。如由“文化遗
产委员会”及“城市规划委员会”
所构建的政府与居民、社会组
织、专家学者及利益相关者的沟
通及意见交流平台，具广泛吸纳
社会各界意见的功能，对澳门历
史城区的城市空间发展利用以
及日常的保护起到重要的作
用。澳门政府通过与社会团体
的合作，向居民及游客提供各种
形式的实地探索及导赏活动，以
加强居民及游客对澳门历史城
区文化价值的认识，同时着重强
化文化遗产方面的校园教育与
推广，让专业人员进入校园与学
生进行普及性的交流及互动，提
高青少年对“澳门历史城区”及
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

精心探索 活化利用

保护推广独一无二的瑰宝

这处遗址是圣保禄教堂
的一部分，圣保禄教堂于
1602年开始修建，现在牌坊
左侧还存有当时的奠基石。
整 个 建 筑 工 程 于 1637 至
1640年间才完全竣工。目前
大家所见的教堂前壁就是最
后落成的部分。1835年，一
场大火烧毁了圣保禄学院及
其附属的教堂，仅剩下教堂的
正面前壁、大部分地基以及教
堂前的石阶。自此之后，这里
便成为世界闻名的圣保禄教
堂遗址。因教堂前壁形似中

国传统牌坊，被本地居民称之
为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

妈阁庙

澳门历史城区
文物点
前地及街区
缓冲区

岗顶剧院原称伯多禄五
世剧院，建于1860年，但当时
只建成主体部分，至1873年
才加建具新古典主义建筑特
色的正立面。它是中国第一
所西式剧院，供戏剧及音乐会
演出之用，也是当年葡人社群
举行重要活动的场所。

岗顶剧院

大堂（主教座堂）

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


